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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盱眙县人民法院马

坝法庭庭长王云云在调解一

起案件的过程中，以解决人民

群众的实际问题为导向，践行

“司法为民”理念。

某社区居委会因危房改

造工程对社区居民蒋某的房

屋、土地、树木进行征收，并与

其签订了补偿协议书，约定补

偿蒋某87000余元，后该社区

居委会迟迟不发放补偿款。

在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蒋

某向盱眙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该社区居委会履行补偿协议。

受理案件后，王云云经了

解得知，蒋某的亲戚梅某在房

屋被征收前，一直居住在该房

屋中，蒋某与梅某因被征收房

屋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议，而

蒋某患有精神疾病，梅某精神

二级残疾，同时还是村里的低

保户。

精神残疾分为四级，一级

症状最重，四级则最轻。精神

二级残疾，意味着梅某基本没

有诉讼行为能力。

“牵涉的两名当事人都是

特殊群体，通过诉讼维护自身

权益的需求非常迫切，我认为

有必要将梅某追加为案件第

三人。”分析案情后，王云云作

出决定，并通知梅某的法定代

理人出庭应诉。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同时

减轻当事人诉累，王云云多次

前往案涉房屋所在地，调查房

屋建设、居住情况，并积极与

当事人沟通，引导双方换位思

考。经过多次耐心调解，蒋

某、梅某与社区就补偿款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均对调

解结果表示满意。 (施静)

淮阴区人民法院小营法庭

打造少年家事审判金字招牌

法官柔情善断
传递司法温暖

淮阴区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因漂母“一饭千金”的佳话，素有“母爱之都”的美誉。近年来，淮阴区人民法院小营法庭吸收“包容、无
私、大爱”的漂母文化内涵，形成一体化、全方位“家事亲情修复”和“少年权益保护”审判机制，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维权岗”、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江苏省“巾帼文明岗”、江苏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等称号。

日前，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郁奇批示肯定小营法庭少年审判相关工作，勉励其精塑团队、接续奋斗，以实干实效、改革创新举措，
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精品业绩。“我们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淮阴区厚重人文底蕴为根基，以专业化审判
为抓手，延伸司法服务职能，打造少年家事审判金字招牌，努力绘就新时代基层治理好风景。”淮阴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洋表示。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宣传教育，日前，清
江浦区人民法院法官贺诗磊走进淮安体育运动
学校，为该校100余名新生上了主题为“呵护成
长 法律护航”的法治第一课。图为课堂上，新
生们围绕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与法
官面对面交流。 （孔冬冬）

今年4月，小营法庭在长江路街

道办倾情打造的“鹊桥”亲情修复站

来了对“00”后小夫妻小阳和小甜。

“去年10月，有天晚上我跟闺蜜

喝多了，就在她家过夜，结果他怀疑

我，后来直接跟我分居了，追着他解

释也不听。其实我们结婚后感情一

直挺好的，我不想因为误会离婚。”

小甜性格直爽，向法官蒋金凤和社

区调解员说明了二人矛盾的症结。

双方家长也到场表示，二人共

同生活时间短，还在磨合，不希望二

人离婚。

了解清楚情况后，蒋金凤意识

到，二人之间仍有感情，只是小阳有

心结又不善言辞，才会态度执拗地

要离婚。

“你们曾经是要好的同学，只要

你们愿意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说清

楚，其实问题也就解决了。对于离

婚这个决定，我希望你三思而后

行。”在“鹊桥”亲情修复站里，蒋金

凤与小阳单独进行了沟通，慢慢解

开了他的心结。

最终，小阳撤诉，小两口牵手回

家。

“鹊桥”亲情修复站自建成以

来，成功调解涉婚姻纠纷140余起，

帮助有矛盾的夫妻重归于好。今年

以来，为倡导良好家风，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小营法庭还通过“请

进来”“走出去”方式，开展婚姻家事、

彩礼纠纷等普法宣讲、座谈交流活动

12场，受众1500余人。

老李和张某十年前离婚，离婚后

儿子小亮的抚养权归张某。随着小亮

渐渐长大，学习、生活费用愈加高昂，

张某微薄的工资越发吃紧，遂向法院

起诉要求老李承担抚养费。

“十年来，我想看孩子但次次被她

阻挠，孩子啥样子我都不记得了，这抚

养费我不出！”“他对我和孩子不闻不

问，有什么资格看孩子？”面对法官，老

李和张某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化解这起抚养费纠纷，不仅要修

复老李和小亮的亲子关系，还要化解

老李和张某的矛盾。”蒋金凤与亲情修

复调解员周海兰商量破局之策。原

来，老李婚前收入多用于给母亲治病，

不善言辞的他却从未向张某提过。

“老李为给母亲治病花费甚多，虽

对妻子有所隐瞒但孝心可嘉；张某很

坚强，十年来无微不至地照顾小亮，把

小亮教育得很好。我相信，小亮长大

后也会向你们看齐，做一个有爱心、孝

心的好孩子。”在“客厅”调解室里，蒋

金凤耐心劝导。老李和张某倾诉各自

苦楚，逐渐放下多年芥蒂。

第二天正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小

亮不仅拿到了抚养费，还收到了来自

父亲的久违的拥抱。

多年来，小营法庭始终坚持亲情

修复贯穿家事案件全程，积极引导亲

情修复调解员、疏导员参与其中，通过

将调解环节安排到家庭化场景布置的

“客厅”，将“家”字写大，努力修复“有

裂痕”的亲子关系。3年来，小营法庭

成功调解各类家事纠纷710余起，案

件调撤率高达80%。

欢快活泼的校园课间，一阵激烈的

争吵打破了这片祥和。“你输了！你玩

弹笔游戏输了！”小彬讥讽道。“输了要

你管！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小明的怒

火一下子被点燃。双方越吵越凶，气急

之下的小明用力踢了小彬腰部一脚，导

致小彬脾脏破裂，构成七级伤残。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王圣宇通过

要素式审判法，迅速厘清争议焦点、各

方过错等，判决小明家庭、学校、小彬家

庭分别承担60%、30%、10%的责任。

一纸判决并不是案件的终点。让

王圣宇依然放心不下的是，小彬父母双

亡，由爷爷抚养长大，而小明家经济特

别困难。

为了让孩子安心治疗，同时，也让

两个家庭安心，王圣宇引入社会力量开

展判后调解。“你们听过漂母的故事

吗？她心地善良，无私地帮助韩信，不

图回报……”调解室里，王圣宇讲起漂

母乐善好施的故事，与双方家庭、民政

部门、学校等一起面对面谈心。各方有

所触动，积极提供应对良策。小明家人

承诺分期付款，并表示之后在经济和精

神上给予小彬力所能及的帮助。

民政部门、学校等单位积极筹措善

款，一周后捐款陆续送到小彬家。案结

事了。

小营法庭将淮阴的母爱文化融入

校园纠纷治理，切实发挥全院10名法

治副校长的主观能动性，针对学生不同

年龄、知识结构，采用角色扮演、普法短

剧、漫画等教学形式寓教于乐，对监管

失职、监护不力的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

导以及关爱提示。

“请你务必相信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全

世界……不要限制你的眼光，永远相信梦想和

信念。”在张纯如纪念馆，听完这位充满智慧和

正义感的女士的故事，小雪流下懊悔的眼泪。

15岁的她曾因违法犯罪被提起刑事公

诉。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小雪一直处于管教

“真空”状态，初中辍学后便在社会上游荡，慢

慢成为小团体中的“大姐大”，直至走上违法犯

罪道路被判处缓刑。

经过深入接触交流，承办法官谢静发现小

雪性格内向，与其犯罪过程中“大姐大”发狠耍

酷的样子判若两人。她敏锐地感知到小雪本

性不坏，但长期缺乏父母关爱，使她心理扭曲

变质。

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在谢

静的耐心沟通下，其父母认识到自身家庭教育

的缺失，给小雪写了一封长达2000字的书

信。信中写道：“子不教，父之过。我们平常缺

乏对你的关心致使你误入歧途……孩子，爸爸

妈妈也有错，我们会换种方式好好爱你。”

之后，谢静多次邀请小雪及其父母来到法

院心理疏导室，让其父母与专业心理咨询老师

一道，对小雪开展心理辅导；此外，还充分利用

辖区红色教育资源进行实境帮教。

目前，小雪已回归社会，亲子关系和睦。

“法官妈妈，谢谢你，是你让我心里有了光。我

最近在学习做面点，等我学会，我做蛋糕给你

吃……”听着电话里小雪的感谢，谢静心里一

下子敞亮起来。

“针对失足少年，小营法庭加强‘法官妈

妈’帮教队伍建设，联合5家单位及企业家商

会，以精细的案外帮扶做好审判的‘后半篇文

章’，让涉少刑事犯罪未成年人重拾希望和信

心，回归正常生活。”小营法庭庭长费光明说。

（陈婷婷）

●搭建“鹊桥”
巧画婚姻“同心圆”

●“客厅”谈心
修复破碎亲子情

●法治副校长
守护健康成长路

●“法官妈妈”
照亮失足少年“回归路”


